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 6張照片。 
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教學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__110__年_11__月__06__日 

地點：吉安創客棧 

講師：賴妍寧、鍾璿琪 

主題：教學模組桌遊共備 

 

說明:桌遊講解 

 

說明:桌遊分組 

 

說明:桌遊教具 

 

說明:教具運用 

 

說明:多元設計變化 

 

說明:客語桌遊共備課程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一張質性回饋。 
110學年度花蓮縣秀林國(小/中)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_____________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0.11.16 活動名稱 教學模組桌遊共備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1.教學模組桌遊 
2.認識蔬菜、水果客語特殊唸法 
3.多種變化設計，激發學分的反
應力與創造力。 
 
 
 
 
 
 
 
 
 
 

藉由桌遊的內容學習客家語
文，增進溝通的能力和提升人
與人合作互動的素養，也提升
團隊合作的能力。 
1.在遊戲創作中能夠充分激發
專注力與學習力盡快完成團隊
合作的目標。 
2.也能夠自己設計與講師不一
樣的遊戲方法來腦力激盪法來
產生同學互動的能力。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學習桌遊中，蔬菜，水果，養成
具備理解和使用語言藝術文字
肢體活動等符號進行表達溝通
互動及應用在日常生活上。 
1.能夠學習更多的蔬菜與水果
的客家語發音。 
2.利用桌遊認識更多本土在地
的文化。 
3 融入且能夠發揮在語文上的應
用。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
重和欣賞多元文化與創作，且
順應時代脈動和社會需求，並
發展多元的文化價值和世界平
等的胸懷 
1.藉由遊戲中能夠更互相尊重
彼此而且認同本土的文化。 
2.激發無限的想像，培養學生
解決問題的能力。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 6張照片。 
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教學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__111__年__1_月__16__日 

地點：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三樓教室 

講師：黃瑞香 

主題：客語音標 

 

說明:客語拼音 

 

說明:客語四縣變調 

 

說明: 客語海陸變調 

 

說明: 拼音練習 

 

說明:客語拼音精進課程 

 

說明: 客語拼音學精進課程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一張質性回饋。 
110學年度花蓮縣秀林國(小/中)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_____________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1.1.16 活動名稱 客語音標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1. 客語拼音 
2. 聲母、韻母及變調 
3. 入聲音 
 
 
 
 
 
 
 
 
 
 
 
 

1.定期的參與研習進修與專業
的講師討論學習，能有效教學 
2.能夠適時地了解自己教學的
方向與對策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運用綜合歸納的能力，學習積極
面對挑戰的精神和有效處理生
活及生命的種種課程。老師相互
交流共學及經驗分享。 
 
 
 
 
 
 
 
 
 
 
 
 

具備及運用客家語文表達情誼
的能力，用同理心進行人際溝
通和互動。 
對老師教學領域，精進課程是
並要的。每位老師都受益良
多，將都在課堂上更迎刃而解。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 6張照片。 
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教學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__111__年__1_月__16__日 

地點：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三樓教室 

講師：黃瑞香 

主題：教學課程設計 

 

說明:教學課程設計 

 

說明: 課程設計運用 

 

說明:運用名片卡、紙卡製作 

 

說明: 運用名片卡、紙卡製作 

 

說明:客語教學精進課程 

 

說明: 客語教學精進課程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一張質性回饋。 
110學年度花蓮縣_秀林國(小/中)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_____________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1.1.16 活動名稱 客語教學設計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4. 教學設計。 
5. 簡單素材運用。 
6. 多樣式變化。 
4.音標的練習與應用。 
 
 
 
 
 
 
 
 
 

解客家語文的特質以傳承的意義進
而肯定自我的價值努力自我精進規
劃個人的生涯。 
1.在學習的路上能夠與同儕教學相
長，相互學習並吸收良好的經驗是
非常的重要。 
2.也能隨時檢視自己的教學方式，
進而更加的精進。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善用資源以客家語文學習計劃規劃
執行養成活動的能力發揮主動學習
的精神創新求變的素養。 
1. 老師相互交流共學。 
2. 經驗分享及運用。 
 
 
 
 
 
 
 
 
 
 
 
 
 

具備客語聽說讀寫等能語文素養，
運用在日常生活的表達。 
1.將學習目標及情靜脈絡緊密連
結，讓學生共學。 
2.兩兩一組，能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 6張照片。 
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教學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_111_年_2_月_13_日 

地點：花蓮富野度假酒店 

講師：曾招順 

主題：教學共備分享 

 

說明:教學共備 

 

說明:教學分享 

 

說明:資源分享 

 

說明: 共備分享 

 

說明:回收再利用 

 

說明:客語精進課程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一張質性回饋。 
110學年度花蓮縣秀林國(小/中)辦理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教師學習社群」社群夥伴質性回饋 

_____________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1.2.13 活動名稱 教學共備分享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1.共備課程。 
2.運用 DIY。 
3.資源分享。 
 
 
 
 
 
 
 
 
 
 
 
 
 

1.增進溝通協調的能力與他人
建立良好互動提升團隊合作的
能力。 
2.發展多元性使用是必要的。 
一定要有效地規劃及運用新知
並不斷地自我精進追求至善。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1.網路多元使用。 
2.課程活潑運用。 
3.利用回收資源，創造最大效益 
 
 
 
 
 
 
 
 
 
 
 
 
 
 
 

1.更明確的了解與他人建立良
好的互動提升團隊合作的能力 
2.透過各種資訊的收集，提升
學習的效果。 
3.在共備課程中減少單打獨
鬥，吸取大家的經驗讓整個的
學習過程是互動.共好.自發。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一)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 6張照片。 
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110學年度 

「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師教學學習社群」實施成果 
時間：__111__年__4_月__24__日 

地點：花蓮美侖飯店 

講師：鍾璿琪、賴妍寧 

主題：教學、朗讀、教具分享 

 

說明:聆聽練習 

 

說明:說話練習 

 

說明:手指謠練習 

 

說明:骰子及 DIY製作 

 

說明:DIY製作 

 

說明:午餐餐敘 

 



成效評估參考表格(二) 提醒:是每次社群時間都要有一張質性回饋。 
110學年度花蓮縣秀林國(小/)辦理 

 

 

 

 

 

 

 

 

 

 

 

 

 

 

 

 

 

 

 

 

 

 

 

 

 

 

 

 

 

 

 

 

 

 

 

 

_____________的 ORID質性回饋 

日期 111.04.24 活動名稱 教學、朗讀、教具分享 

Objective （客觀、事實） 
本次社群主題與內容有哪些。 

Reflective （感受、反應） 
過程中有什麼想法或感受。 

1.手指謠教唱。 
2.骰子製作。 
3.立體教具製作。 
4.聆聽說話教學。 
 
 
 
 
 
 
 
 

在聆聽與說話的教學過程，中
了解到學生之間可能在語言上
的差異，所以要進行差異性的
分組然後透過小組合作共同學
習。 
1.在遊戲中透過小組可以激發
更多的創意相互分享。 
2.了解團隊合作及溝通和協調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這次的活動有哪些收穫 

Decisional（決定、行動） 
這次活動讓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行動嗎？ 

具備藝術感知創造鑒賞的能力
體驗文化之美！透過課程體驗
活動促進多元感情觀發展體會
客家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美感的
素養。 
1.在創作的過程中會發揮出無
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2.相互的切磋也能增進團隊合
作感覺很棒。 
 
 
 
 
 
 
 
 

透過課程的活動，發現能力與
素養，對一個終身的學習者是
非常重要的，現在趨勢教學已
經從幫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學生自己養成解決問題的能
力，以前是給學生魚吃，現在
是給學生釣竿請他們尋找問題
的所在。 
1.透過本次的學習讓我再一次
充滿正能量又提高了教學的熱
情。 
2.希望每一次都有如此有效地
教學。 
 
 
 
 



 
 



 


